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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

前言

　　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政府的认同
和响应。据2008年3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95
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l世纪第一个
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
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
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
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了困境。　　中国政府自2003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把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体制和国家战略
，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
些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问题，一下子都涌到了我们的眼前，要求理论学术工作者们走出“象牙塔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而现代化大都市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场域里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形态、特点、遭遇、未来命运以及不同的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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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

内容概要

《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当代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内容简介：当代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政府的认同和响应。据2008年3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95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l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
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
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
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
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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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与独特意义
1 延续城市文化传统，增强城市文化认同
2 构建城市和谐生态环境，维护城市文化多样性
3 塑造城市自身文化形象，彰显城市鲜明文化个性
4 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城市经济社会效益
第二章 上海城市化过程及其民俗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1 上海城市化过程及其文化发展概况
2 上海民俗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3 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资源濒危状况以及保护的迫切性
第三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及其主要模式
1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及其特点与优势
2 当代上海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模式
3 存在问题与改善措施
第四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1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及主要形式
2 传承人的濒危状况与保护措施
3 民俗传承中的创新发展及其具体表现
第五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1 民俗遗产保护与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2 当代上海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
3 民俗文化开发中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第六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作用及其运作机制
1 政府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2 上海地方政府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运作机制
3 当前上海政府保护机制的完善与提高
第七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间力量及其运作机制
1 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多元性
2 上海社团组织与企业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参与及其主要活动
3 上海社区民众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参与及其主要活动
4 上海民间保护机制上的主要问题及改善措施
第八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专家作用与智库建设
1 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专家指导作用
2 上海城市专业研究力量的集聚及其主要工作业绩
3 加强专家决策权，完善专家工作制度
第九章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氛围
1 社会参与和民众自觉对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2 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氛围的塑造及其现状
3 改善上海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氛围的若干措施与对策
附录1 上海锣鼓书的传承方式与传承谱系
附录2 上海徐汇区黄道婆手工棉纺技艺的挖掘整理与推广普及
附录3 上海长宁区民俗文化团队活动及其对民俗文化的活态保护
附录4 上海私人收藏馆及其民俗收藏
附录5 上海南汇区新场镇的民俗资源保护与民俗生态园区建设
附录6 上海市2006-2009年度国家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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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塑造城市自身文化形象。彰显城市鲜明文化个性　　城市的发展不但需要文化生态上的多元化
，而且也需要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这也就是说，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形式不能采用统一模
式来进行统辖，而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彰显自身的个性。美国芝加哥学派把新兴
的人类学、心理学和传统的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城
市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的载体，而且是人类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包含人类本质特征，并由
空间分布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的置形”①。这就突出了一个城市的人文特征与人性色彩。正像现
实生活中的人具有不同的秉性与风格一样，各个城市的形象与风格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统一相同的
。由于不同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各个城市在形象塑造与风格特点上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差
异。这种差异是体现一个城市个性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决定一个城市之所以值得存在的重要
依据。　　各个城市不同的形象风格与个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的
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以体现的。具有原生态意义的民俗文化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各个城市文化生存发展的重要基因，它们与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
关，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城市中广大民众的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审美趣味、情感追求与价值取向。因
此，它们往往成为各个城市展现自身文化独特性与风格鲜明性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从我国城市在风格
个性表现的一些具体情况来看，这一事实表现得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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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身对这本书并没什么兴趣，就是因为当时太便宜了，凑了一下单。
2、书很便宜，但不实用。当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如题，鉴定完毕。2 yuan入手。
4、这是一本写地方民俗保护的书，对其他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之处的。
5、高水准
6、从城市语境的角度审视当下的民俗保护问题，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而且有现实的针对性，对当
前的城市民俗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有借鉴意义，值得一读。
7、促销的时候，几乎相当于买花钱
8、是本好书，看得出花了很大心思去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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